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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党内“看齐”意识的发展脉络与现实启示 

贺金林，张钥仙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党内“看齐”意识作为指导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原则，百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的核心内容一直没有改变。党内“看齐”意识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基

本形成，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新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

百年来的发展脉络表明，只有在全党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也只有更好地坚持

党内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能最终形成更加坚定的党中央领导核心。站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的角度审视和反思

党内“看齐”意识的理论来源及实践演绎，对于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而积极的现

实意蕴。 

关 键 词：“看齐”意识；发展脉络；现实启示；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24)03–0008–09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alignment” consciousness within 

 the CPC in the past century 

HE Jinlin, ZHANG Yuexian 

(School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keeping in alignment”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erves as an essential 

political principle guiding the Party’s internal construc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ore elements of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upholding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have remained 

unchanged. The “alignment” consciousness within the Party has undergone an evolutionary trajectory－from its basic 

formation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period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 through its 

new development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subsequent Socialist Construction era, to its maturity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entury-long developmental process reveals that only on the 

basis of unified thinking of the whole Party can robust centralized leadership be established. Moreover, only by 

adhering to centralism based on intra-Party democracy can a more solid leadership core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be established. Speculat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lignment” 

consciousness within the Pa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rty’s hundred-year history ha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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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民主与

集中的关系，是保证其组织领导稳定与自身长远发

展的关键所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实行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实现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的关键，就在于坚持和维护党领导核心的权

威。百年来党自觉推进自身建设适应社会发展要

求，党内“看齐”意识的认识经历了逐步走向成熟

的发展过程。目前学界对党内“看齐”意识产生和

演变过程的论述，多从“四个意识”总的角度展开。

有论者对不同发展阶段“四个意识”提出的现实依

据作了简单梳理[1]，也有论者围绕三个历史决议来

分析党凝聚共识的历史经验与基本特征[2]，其他论

著虽然对百年来党内“看齐”意识有所涉及，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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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对之展开深入论述。本文将通过梳理党内“看齐”

意识的百年发展脉络，对之展开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时期党内“看齐”意识的探索 

早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后，马克思、恩

格斯就非常关注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他

们在 1847 年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时曾指出，

所有盟员的“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

的”，他们“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政治的或民

族的)团体”，而且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3]。

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建设学说，他 1903—1904 年写就的《进一步，退

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中指出：“无产阶

级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

器。”至于组织如何建设，他认为，“为了保证党

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

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

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

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

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对无产阶级政党该如何建设的相关论述，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基础。不过由

于 19 世纪末 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还处于不断发

展的过程中，因而对无产阶级政党究竟该如何建设

尚缺乏系统认识。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自身建设与党员成

分辩证关系的认知有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演变过

程。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就曾要求，党员不仅要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还要

在思想和行动上必须遵循规章制度，与党中央保持

一致①。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一直没有建立起一

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因此也就无法形成统一

的思想引领。正如 1923 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

中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

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

受到了损失。党中央组织建设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也反映在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有着各自不同的主

张。”[5]这种“各自不同的主张”尤其表现在对党

中央内部应当如何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工作存在着

相当大的分歧。 

自 1927 年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之后，陈独秀所

指出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党的各级组织甚至

还因倡导集体指导而陷入无人敢负责的境地。在

1928 年 1 月 30 日党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十

二号——关于组织工作》，就曾针对此种状况特别

指出：“因为中国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很容易流

于首领个人的独裁形式。但这决不是说，党不要有

首领，不要有中心，如果是这样的认识，就是无政

府主义者。近来各地党部因为要实行集体的指导，

以至工作无中心，负责同志都不敢负责，因而工作

松懈怠慢起来，这是于工作的进行有很大的妨碍

的。”[6]然而此后一段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组成人

员一直处于变动中，他们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

下不了解中国国情，导致正在进行中的土地革命受

到严重影响。 

如何改变党组织建设中因倡导集体指导而导致

“负责同志都不敢负责”的局面，建立起一个强有

力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而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统一党内思想的问题。大革命

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

实际国情相结合，进一步阐明了影响党的建设的关

键问题在于全体党员的思想状况。1929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

田会议”）上，着重阐发了“从思想上建党”这一

重要命题。他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

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要保证全党进行

伟大政治斗争的前提条件，是“党的领导机关要有

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

中枢”[7]。在他看来，只有在正确路线指引之下，党

的领导中枢才能真正起到引领革命的作用。古田会

议决议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成为

此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的重大起点。 

红军长征途中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渐形

成的关键时期。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迎来了

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

一代领导集体逐渐走上前台。随后党中央成功粉碎

了张国焘自立“中央”的分裂活动，为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走向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鉴于之前党内

出现“山头主义”等分裂活动，在 1938 年召开的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并全面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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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统一”的重要性。他说：“鉴于张国焘严重

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

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

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

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8]这是对全面抗战爆发之

后党内出现的分散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中共六

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四个服从”，对坚决抵制

党内“反集体的分散主义”思想和行为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得以形成。此

后随着党在组织上的扩大和巩固，如何统一全党思

想成为形成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所在。毛泽东

在 1939 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

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

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

产党”的任务[8]。1941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再度强调党的统一

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中共中央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不允许任何党员与

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

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

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

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

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9]此

后的延安整风运动针对党内宗派主义现象集中展

开整顿，整风运动期间对党内历次路线错误的原因

进行了分析清算。通过此次整风运动实现了党内思

想的集中统一，突出体现在 1945 年党的六届七中

全会上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

对党领导革命以来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路线进行

了清算，进一步强调了党中央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鲜明指出：“我党经

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

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

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10]全党进

一步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

“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也为党内“看

齐”意识正式提出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 

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

提出了“看齐”的概念及其具体要求。他说：“我

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

则，有偏差是现实，有了偏差，就喊看齐。”[11]

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对“看齐”意识做出明确阐释，

标志着党对“看齐”意识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

随着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全党实现了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向中央基准看齐”的原

则为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

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实现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

围内执政的转变。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

程中，党内“看齐”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

的发展。在 1956 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党在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党内

仍然存在着违背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包括“思

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

派主义”等问题，提出要把思想路线建设作为执政

党建设首要任务的要求[12]。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章程》把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作为党内法规

确定下来，强调“在党内不容许有违反党的政治路

线和组织原则的行为，不容许有分裂党、进行小组

织活动、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放在党的集体之上

的行为”[13]。这是在即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际，

党再度申明如何更好地践行“看齐”意识的重要性。

然而由于执政经验不足，加之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

建设的探索时期，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

一些偏差，致使“反右”“大跃进”等相继出现。此

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了曲折，但也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正是在不断吸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党的建设得以迎来改革开放之后新的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

期，党内“看齐”意识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一个

无产阶级政党要形成集中统一领导，首先第一位的

工作是统一全党的思想。1929 年古田会议所提出的

思想建党原则，为此后党的思想建设指明了方向，

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

体。1945 年毛泽东所提出的“向中央基准看齐，向

大会基准看齐”，是党内“看齐”意识的首次阐发。

正是在“看齐”意识的引领下，党领导人民夺取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启

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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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

内“看齐”意识的新发展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党

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与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重新回归到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是

摆在党中央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为统一全党的思

想认识，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总结党的经验教训，这

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条

件。1979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

主要任务是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全党认

识。邓小平在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讲话，为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提供了方向性的

指导。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加强和

改善党的领导。在党的权威建设方面提出，“在高

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

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全党

统一思想认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正如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所言：“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

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重要的作用。”[15]

正是在统一全党思想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建

设开始了新的探索。 

如何找出一条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新路，是改革

开放以来党一直在努力探索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

题。早在 1980 年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要发扬

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

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

便把效率提高一些。”[15]至于如何在发扬民主的同

时坚持集中，是否能够树立起党的领导核心是坚持

民主集中制的关键所在。在 1983 年召开的十二届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再度强调指

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之前一些政治运动和

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也

有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

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

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16]。 

在探索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 1987 年召

开的党的十三大就如何形成制度化与规范化的党

内政治体制迈出了新的步伐。此次会议指出应当划

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职能，理顺党与人民代表大

会、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间的关系，做到

各组织都能够各司其职，并在工作中逐步实现制度

化[14]。与此同时，为了破除党内思想僵化的状态，

党对自身权威建设问题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新探索。

在此之后经济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加强巩固党

的权威建设的正确性。然而在改革实践中，“没有

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17]，特

别是对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忽略，又反过来使党

的政治领导落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否定四项基

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逐渐泛滥，一度使党

中央权威受到严重冲击，也影响了改革开放事业的

进一步推进。针对党内政治体制改革出现的新情

况，邓小平在 1989 年 9 月 4 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

志的谈话指出：“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

比过去更需要。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在历史上，

我们有毛主席这个核心。这几年我们出现了两个领

导人更迭以及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个核

心，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他针对党政分开之后

出现的“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

自为政”的局面批评指出：“中央的话不听，国务

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

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

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16]邓小平的此番讲

话再度强调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为 20 世

纪 90 年代之后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充分

认识到必须维护中央权威，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他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十三

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

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

的建设工作”[18]。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过程中党内出现的分散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党中

央以党风建设为抓手持续加强中央权威建设。1998

年 11 月 21 日，江泽民在针对“讲学习、讲政治、

讲正气”（简称“三讲”）教育活动如何开展时指

出：“全面贯彻执行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组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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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上级与下

级、个人与组织、‘班长’与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

关系，加强党的团结。”[19]“三讲”教育活动的开

展，使全体党员树立起了“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中

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良好

氛围。在 200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再次强调指

出：“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

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机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

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

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

作用。”[20]要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

来实现党对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领导。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提出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展保持共

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实践活动，以建立健全反腐倡廉

制度和腐败监督体系为重点，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

了新的探索。在大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方

面，党中央“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

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作风建

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

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

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

建设。”[21]以上党的建设不仅保持了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时也提高了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的水平。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重新回归

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方

面，邓小平为全党统一思想指明了方向，开启了党

内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探索之路。以邓小平、江泽民

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维护党中

央领导权威的同时，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

转折与变革，有力推动了党内“看齐”意识的进一

步发展。这一时期党对党内民主集中制究竟该如何

实现的探索，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党内民主与

集中的问题，也是党内“看齐”意识最终归结到何

处的问题。尽管以上探索未能找到完整的答案，但

为 2012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党的

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三、新时代党的建设布局优化下党内

“看齐”意识走向成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掀开了新的一页。党的十八

大报告指出，只要我们“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

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2]。

新时代以来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对党的建设也提出

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党中央权威的

维护和对集中统一领导的坚持，“看齐”意识在党

的建设布局优化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突出党的核心领导建设目

标任务要求下，加强党内理想信念建设，继续保持

党员初心，成为全党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一

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的问题，党中央先后开展

了“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一系列集中系统的

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强化全体党员的“看齐”意识，

使全体党员理想信念逐渐坚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将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增强党

自身建设的切入口，赋予了“看齐”意识在党的作

风建设方面的新内涵。在推进党的建设工作持续深

入过程中，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和领袖关系基

本原理与自身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尤其是如何在党

内形成更加整齐划一的“看齐”意识，成为摆在党

面前的首要任务。在 2015 年举行的全国党校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党校工作

必须要有“看齐”意识。他说：“经常喊看齐是我们

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和经验。只有经常喊看齐，只

有各级党组织都经常喊看齐，才能时刻警醒、及时纠

偏，使全党始终保持整齐昂扬的奋进状态。”[23]在

2016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再度强调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

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

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

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

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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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

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24] 

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同志的领导核

心地位，是“看齐”意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承

和发展，也是党的建设布局优化的集中体现。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

主生活会的讲话中，提出全体党员“要牢固树立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

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

为意志，当政治上的明白人”[23]。“四个意识”的

提出，为每一位党员指明了必须要坚持的正确政治

立场和方向。只要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党中央就

能更好地统揽全局，这也是党中央对全体党员提出

的新要求。2017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

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明确

指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领导的最高原则。

这一规定的颁布使全党更加明确认识到党的政治

方向，更加自觉地践行“四个意识”。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对于全体党员提出了无论何时、无论何事

都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要求，其中“看齐”

意识作为党的建设的最终目标，成为“四个意识”

的最终落脚点。 

“四个意识”的提出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

又一次创新与飞跃，党的建设由此开启了新的征

程。为了巩固这一阶段党的建设所取得的成果， 

2019 年 2 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25]从现实要求来看，“两个维

护”既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

更是党内“看齐”意识的新发展。“四个意识”是

“两个维护”的思想前提，而“两个维护”是“四

个意识”的集中体现。为了更好地将纵向的历史与

横向的成就经验相融合，在 2021 年召开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在全面总结党百年发展历程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

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

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26]《决

议》通过系统构建以政治信念为核心的新时代党的建

设理论，凝聚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实现了新时代党的

建设布局的优化发展。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在坚持“两个

维护”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理

论原则，这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加强党内“看齐”意识的伟大理论创新。这也是

党在经历了百年发展历程后，就如何贯彻实施民主

集中制原则的重大理论突破。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

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党内民主

是党的生命，发扬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是

一致的，并不矛盾，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

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

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

中紧密结合的制度。”[27]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

议》提出在集中基础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

真正实现党内民主的基础性前提。也只有在党内形

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真正把“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落到实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站在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

度，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28]。党在长期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高度重视自身建

设的优良传统。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党

中央权威得到强化，全党“看齐”意识进一步加强。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在政治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建设的

首要任务和终极目标。从党内“看齐”意识的角度

出发也不难发现，新时代党的权威建设在吸收、继

承和发扬前期宝贵经验的前提下走向成熟。 

四、百年来党内“看齐”意识发展的成

功经验与现实启示 

从党内“看齐”意识百年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

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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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党

的领导核心。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不难看出，党在不

同时期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不断加强与改进党的

领导权威方式方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

进维护党中央权威，需要认真考察研究党百年来

“看齐”意识的发展历程，在长期实践发展中去寻

求其中固有的基本客观规律和历史经验。百年来党

内“看齐”意识的发展脉络，充分反映了在推进党

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

体国情相结合，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集

中制道路，其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思想统一是党内“看齐”意识的基础，

也是形成党中央权威组织统一的基石。列宁在总结

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时曾强调指出：“因为党的威

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

至几百万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29]

党的百年历史实践表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

是在重大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党统一的思

想与坚定的态度，反复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

性，并坚决与各种破坏党中央权威的现象作斗争，

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如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同主观主义、

个人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斗争中，维护党中央权威逐

渐成为全党的共识。毛泽东多次批评党内存在的分

散主义和破坏党的团结的现象，强调要加强党中央

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内“看齐”意识也由此得以阐

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中，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入，如何统一全

党思想避免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首先要解决的便

是全党思想统一的问题。1981 年通过的第二个历史

决议为统一全党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

破除党内思想僵化的状态，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正

式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此后，党中央对党的权威建设做出明确指示：“必

须加强集中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反对分散主义。

为了实现艰巨复杂的治理整顿任务，每个党员和党

的干部都必须把思想、言论、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路

线、方针、政策上来，务必使全党统一思想，步调

一致。”[1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 2015

年以来多次强调党内“看齐”意识，从根本上解决

党内思想统一的问题。只有全党形成整齐划一的

“四个意识”，才能使全党真正形成思想上的统一。

这也是落实“看齐”意识的根本保证。 

其次，在全党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保障。制度保障对党的自身

建设具有长期的调节、规范和引导作用。科学合理

的体制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党内力量。因此，

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必须要有健全完善的制度作为

保障。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政治和军事

斗争，决策的指向主要是完成相对单一的政治军事

斗争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

集体通过思想建设辅以必要的制度建设，顺利完成

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最终取得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在

全国范围内的执政，使得决策的复杂性大大增加，

系统规范的制度显得更加重要。早在 1956 年 4 月，

毛泽东就认识到“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集体

领导的贯彻实施 [1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

党的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充分认识到“制度

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0]。

邓小平指出，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自身

“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而改革本身“触

及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

革的人”[31]。在此形势下，邓小平多次强调党中央

应当“有权威”“没有权威不行啊”[16]，指出要在

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有秩序地深化改革。在推进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面对国内外环

境、自身任务以及党员队伍的构成等深刻变化，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以民主

政治为核心，着力健全党内各项制度。通过修订出

台重要的党内法规，发挥制度的统领作用，使党的

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新形势下将思想建设和

制度建设更加完美结合，实现了党的建设制度化的

根本转变。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逻辑的需要，更

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正是

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党的制度化建设实现了

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走向成熟。 

最后，树立党的权威关键在于维护党中央的领

导核心。党内“看齐”意识百年的发展历程表明，

要维护党中央权威，领导核心的权威至关重要。从

党中央权威的表现主体看，既表现为中央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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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制化权威，也表现为领袖个人的人格化权威，

而核心和领袖是维系党中央权威的关键所在[32]。新

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因为有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才逐步建立起一个

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党，从而领导人民取得了伟

大的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与持续发

展时期，正是在以邓小平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领导下，“党才能克服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党的领导也没有影响，党的

领导依然是稳定的，且比较容易地解决了各种问

题。”[16] 进入新时代以来，正是形成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才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

生了历史性变革。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新形

势下，维护党中央权威最关键的是“坚决拥护‘两

个确立’，始终做到‘两个维护’”[26]，这是党百

年奋斗经验的集中体现。树立并维护习近平同志在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全党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自

觉拥护、跟随和捍卫核心，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百年党史既是一部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也是

一部逐步确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发展史。回顾百

年来党内“看齐”意识的发展脉络，中国共产党人

始终坚持以时代要求为导向，坚持以“看齐”意识

指导党的自身建设。这是保证全党团结统一、步调

一致，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伟大胜利的根本政治

保证。在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党的权威建设要契合时代要求，就必然要求全

党树立坚定的政治目标，同时在实践中处理好领导

核心和全党的关系，实现党的建设制度化科学化。

正如 2017 年 12 月 25—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

样：“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

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

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27]党内“看齐”

意识的百年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百年大党在加强

自身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一个无产阶级政

党走向成熟的标志。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

新时代历史语境的转变，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坚

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旗帜鲜明地同各种破坏党

中央权威的现象作斗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是建立强有力党内政治权威体系的基础和

前提，如此才能形成高度权威的政治组织，进而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展现独特而强大的

政治优势。 

结  语 

从百年党内“看齐”意识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

“看齐”意识的核心内涵就是党中央不断推进自身

权威建设的现实反映，且伴随着党的自身建设进程

而不断走向成熟。民主集中制作为指导党自身建设

的一项重要政治原则，在不同历史方位下党对其的

阐述虽然有所区别，但其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

内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质并未改变。百年党内“看齐”

意识发展脉络表明，只有在全党统一思想的基础

上，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只有

处理好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才能最终形成更加

坚定的领导核心。党内领导核心的形成是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更好地贯彻实施党

内民主集中制的关键所在。党的百年奋斗史清晰表

明，党内“看齐”意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丰富与发

展，确保推进党中央的权威建设不断发展，是党领

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迈进的历史进

程中，全党要更加坚定地牢记与践行“看齐”意识，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政治基础。 

注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原文的表

述为：“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

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个

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

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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